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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TR62390:2005《通用自动化设备 行规导则》。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1099(所有部分) 过程控制用功能块(FB)[IEC61804(所有部分)];
———GB/T19659(所有部分)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开放系统应用集成框架[ISO15745(所有

部分)]。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金立石仪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郑州市市政工程

勘测设计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宫长勇、陈汝、申国朝、段京奎、黄伟、刘进、宫晓东、张新国、黄巧莉、吕静、

杨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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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一个推荐的概要,用于标准化产品委员会、现场总线联盟和产品制造商开发和提供网络化

设备的行规,本标准的某些方面内容也适用于独立的设备。目前,设备用户面对各种用于发布设备信息

和行为的概念和方法格式。这导致了用户要进行长时间的评估,以便明白如何使用和应用网络化的工

业设备。这些差异导致要确定设备的可互操作性、可互换性、可比性以及通用设备行为都变得非常困

难,因此,本标准希望提供一个通用和更常见的方法来发布设备信息和行为,其贡献在于可以降低工业

控制系统的整体成本。
行规为一个指定的工业领域中某设备定义了通用的功能集,因此,允许系统设计者、系统集成商和

维护人员能够处理基于行规的设备,而不需特殊的工具配置,也允许设备功能的结构和语义保持一致。
注:其他技术也可用于支持将设备集成到控制系统中,在现实中,采用了通信和工程工具来处理特定制造商的扩

展。设备描述语言是这些技术的一个示例,它详细描述了设备的内部结构或标准化的软件接口,这样每个设备

都可以采用一个专用的软件组件来表示。

图1显示了各种可能的行规文档及每个文档的典型制定者,该图也表示了行规文档的开发顺序,本
标准的目的是作为其他工作组开发行规标准和产品类行规的基础,由这些行规标准,就可以发展出根设

备行规和制造商设备行规,最终,制造商可以为他们的产品创建特定的设备描述。设备行规文档编制之

间可能存在某些捷径。

图1 行规文档及行规制定者

  本标准推荐了用于设备行规的最低内容要求和构建规则,提供了推荐的常见设备模型、适用性分

析、采用UML(统一建模语言)和方法标准的设计框图来构建模型。
本标准对设备行规的非人类用户(如软件工具和应用程序等电子文件)如何表达必要的设备信息提

供了建议,包括使用XML(扩展标记性语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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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自动化设备 行规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为工业现场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设备行规开发提供指导,与工业现场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复杂

程度无关。
注1:设备的示例覆盖了用于简单设备网的限位开关和接触器、中等复杂设备如过程控制中的变送器和执行器,以

及复杂设备如用在现场总线中的电力驱动系统。

注2:本标准也推荐用于可编程序控制器、网络部件和HMI等设备。如果一个设备是用户可编程的,在本导则介绍

其特点时(如,参数和行为),难以在行规中描述完全,但是,行规制定者应对常见的通用功能达成共识,如启

动、停止、复位,以及标识和过程输入/输出。

设备行规涉及各个方面,如物理、功能、通信、电气、功能安全,以及应用系统方面,无论这些方面是

否可通过网络访问。本标准侧重于设备的功能方面(参见3.1.9)。
注3:设备行规的不同用户如设备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维护人员可以仅只使用该行规的某些特定方面。

本标准是按不依赖于某种具体网络的方式制定,因此,它可以适用于各种现场总线,包括基于以太

网的工业网络。本标准打算用于相关产品标准委员会和工业通信网络联盟开发设备行规的组织和结

构,而不打算为一个特定的设备行规提供概要。进而,本标准给出了设备模型,以便更好地指导和规划

一个设备行规的内容,允许使用参数表、功能块模型和(或)对象模型,按特定的方式来表达设备的结构

和特性,具体采用何种模型由行规制定者决定。
要求采用通用的方法来表达设备行规信息,这对于用户非常有用,本标准推荐使用设备行规模板,

给出了一个模板示例,它将作为相关行规组开发后续模板的基本结构和内容。
本标准允许行规的使用者进行比对、确定可互操作性和可互换性以及认定通用的设备特性。
被GB/T19659.1所覆盖的工业应用及过程行规开发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659.1—2005 工业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开放系统应用集成框架 第1部分:通用的参考

描述(ISO15745-1:2003,IDT)

IEC61131-3:2003 可编程序控制器 第3部分:编程语言(Programmablecontrollers—Part3:

Programminglanguages)

IEC/PAS61499-1:2000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功能块 第1部分:结构(Functionblocks
forindustrial-processmeasurementandcontrolsystems—Part1:Architecture)

IEC/PAS61499-2:200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功能块 第2部分:软件工具要求(Function
blocksforindustrial-processmeasurementandcontrolsystems—Part2:Softwaretoolsrequirements)

IEC/PAS61804-2:2004 过程控制用功能块(FB) 第2部分:功能块概念及电子设备描述语言

(EDDL)[Functionblocks(FB)forprocesscontrol—Part2:SpecificationofFBconceptandElectronic
DeviceDescriptionLanguage(E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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